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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促进了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随着

电子商务发展的日趋成熟，农村电子商务逐渐成为

电商发展中的新动力与新业态。乡村振兴战略使农

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潜力得到了极大释放，其发展规

模不断壮大，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缓

解农村剩余农产品压力、解决农村劳动力等方面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的

发展现状，全面系统地分析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现

存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探索优化

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路径，为吉林省农村电

子商务的创新发展献计献策、开拓新视角、提供新

思路。

一、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平均生活水平及消

费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

的蓬勃发展。同时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

实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空间也在不断扩大。政

府各项帮扶政策出台，也加快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

展速度，截至 2020 年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

达到 8821.3 亿元，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份额的占

比约九分之一。由此可见，推进“互联网 +”现代农

业，鼓励发展农村电商，培育相关骨干人才，是农

村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下，虽然农村电子商务业务日渐增多，农村

网民数量稳步增长，但是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仍然

面临诸多问题。电子商务物流建设不完善是影响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首要因素，一些农村的物流运

送成本居高不下，快递物流成为农副产品上行的巨

大阻碍。同时，农村物流基本设施落后、物流技术

装备落后、物流政策供给不足、物流操作难以科学

规范、物流外包结果难以预测等诸多因素也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另外，随着农

村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农村对电子商务专业人才

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但从现状来看，从事电子商

务人员的文化水平、专业素质、理论专业技能等均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村电子商务复合型人才极度

匮乏，这成为大多数农村电子商务企业面临的一个

问题。

农村电子商务是推动城乡信息互通的有效途径

之一，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既能

加快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又能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

新思路和新动力。吉林省的经济水平与沿海经济发

达省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也有待提高。阿里研究院官网数据显示，截

至 2021 年，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淘宝

村数量累计达到 7023 个，较上年增加 1598 个，而

吉林省 2021 年增加的淘宝村数量仅有 4 个，增加

数量位居全国倒数第八位，同年涨幅仅占全国的

0.2%。具体如图 1所示。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

布的《2021 农产品电商百强县名单》中，吉林省仅

有公主岭市、农安县、通化县、蛟河市四个县域上

榜，全国占比仅达 4%；《直播电商区域发展指数研

究报告》显示，直播电子商务百强县榜单中，吉林

省无一县域上榜。由此可见，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

存在发展规模小、发展速度慢、发展水平低、竞争

力弱等问题，但这也表明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还有

巨大的上升空间，因此，优化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路径对提高其农村经济水平至关重要。

二、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存问题

（一）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现存问题

1. 品牌竞争力薄弱

吉林省是我国知名的商品粮产地，虽然农产品

商品种类繁多、产类丰富，包括玉米、水稻、大豆、

人参、鹿茸、木耳、蘑菇等，但高优品牌较少，产品

品质的市场认可度不足，缺少竞争力。

2. 电子商务产品雷同品牌影响力不够

就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在淘宝、天猫、

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的农产品来看，大部分

都集中在林下参、林蛙、食用菌、黑木耳、山野菜、

五谷杂粮等农副产品上，种类相差无几。并且，这

些销售的粮食产品及土特产品仅经过简单包装和加

工，区分度不足，附加值低，同质化现象严重。不

仅如此，因为各商家销售的都是同样的产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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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广东省的农村电子商务总量扩张、领域扩大

快，呈现出规模化、聚集化、专业化的特点。同时，

广州、东莞等地建立了一批电子商务聚集区，在服

饰、家装、建材等优势产业领域涌现出大批极具影

响力的垂直电子商务平台。近年来，广东省电子商

务进入了密集创新阶段，内生动力和创新力日益增

强，主要体现在电子商务经营模式创新、技术开发

创新、人才培养创新等方面，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

对接国家相关宏观政策，广东电子商务获得了飞速

发展。

（二）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路径优化

笔者主要从树立百年电子商务品牌、优质电子

商务集群发展、“内培外引”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

式、政府技术资金助力电子商务发展这四个方面入

手为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出新思路、开创新

视角，具体如下。

1. 强化产品品牌建设，树立百年电子商务品牌

吉林省应根据各县域在经济、人文、产业等方

面的特点，着力打造地方电子商务产品特色，强化

产品品牌建设，建立良好的产品口碑，树立百年电

子商务品牌。面对电子商务市场产品同质化现象严

重的问题，若想在电商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能

单纯依靠降价促销打价格战，而应突出产品特色，

充分发掘产品的隐性价值，利用“文化 +产品”的

形式，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讲好产品故事、讲好产品

背后人的故事。另外，农村本地创业者应顺势而为

利用自身的优势借势营销，加强品牌建设，从而打

造优质产品。

2. 发挥优质电子商务集群优势扩大品牌影

响力

吉林省可集合当地相关产业及相关网店形成集

群效应，以核心产业为基础，以区域品牌为依托，

持续发展电子商务。比如，吉林省是粮食大省，延

边、万昌、梨树等县域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经济来源。

因此，可联系整合种植户、粮食加工坊、销售平台

为一体，协同合作，让各加工坊只加工自己擅长的

一两款产品，然后发挥集群优势，丰富网店销售商

品种类，进而赢得市场关注与信誉。另外，吉林省

还需加大农村电子商务的宣传力度，高效利用微信

【基金项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一般课题《基于结构方程的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路径探析》（项目编号：JNDY20210039）。 

公众号、抖音、快手、广播、电视等媒介进行宣

传，以典型电子商务村民为代表示范，组织典型

事迹报告会，让村民都深刻体会到电子商务对农

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组织企业

和个人到知名电子商务运营中心或者线上销售

突出的企业参观学习，进一步促进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

3.“内培外引”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

吉林省应积极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建立健全基

础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设施，创立良好的居住

生活环境、就业环境，以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农村电

子商务工作。同时，可以组织开展各类农村电子商

务培训，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多层次、立

体化的培养体系，为返乡创业和当地村民提供学习

电子商务知识的机会，进而培养出能熟练应用互联

网技术和电子商务运营技能的专业人员。另外，还

可以与各高校合作，共同建立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

系和制订招募计划，以此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供

更多定向人才。

4. 利用技术、资金助力电子商务，深化农村地

区产业化水平、延长产业链

吉林省政府应加大力度改善农村道路，在县域

建立物流仓储基地、冷链物流集散中心等，构建一

体化物流体系，真正做到“村村相通”，加速快递进

乡村步伐，实现农村物流网络连通全覆盖。吉林省

政府与服务平台可以合作孵化新的创业产业基地，

为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产品拍摄、教育培训、创业孵

化等服务。同时，吉林省政府应发挥引领作用，鼓

励建设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加大农产品电子商

务产业园区的宣传，吸引优秀企业进入园区，提供

冷链仓储运输、物流仓储运输等服务，进而延长农

村电子商务产业链。另外，吉林省政府还需要整合

农村资源，聚焦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各个环节，打

造多领域的新业态，促进产业的融合，从而提高吉

林省农村电子商务产业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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